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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跨世纪土壤学的发展作出新贡献

—
第 15 届国际土壤学会会议综述

*

赵 其 国
(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

, 2 10 0 0 8 )

摘 要

本文介绍了第 15 届国际土壤学会会议概况及土壤学跨世纪的发展趋势
,

并对土壤学跨世

纪所面临的任务作了综合分析
,
提出了新的见解

。

关锐词 跨世纪土壤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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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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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续农业

19 9 4 年 7 月 11 一 18 日
,

我作为中国土壤学会代表团团长
,

出席了在墨西哥阿克波尔

各召开的第 巧 届国际土壤学会
。

参加这次大会的有来自 75 个国家和地区的 l , 0 0 多人
。

据统计
,

南美参加这次会议的国家有 15 个
,

非洲 14 个
,

欧洲 巧 个
,

亚洲 12 个
,

其中美洲

及非洲人数占会议一半以上
,

这是该区历来参加会议代表最多的一次 ; 中国代表团共 27

人 (包括在国外工作和学习的 6 人 )
,

我国老一辈土壤学家侯光炯先生参加了这次会议
,

是

会议中最年长的土壤学者
。

这次会议分大会报告
、

分组报告及墙报三种交流形式
,

初步统计
,

大会报告论文 11

篇
,

45 个分组报告论文 3 56 篇
,

墙报论文 1 16 7 篇
,

总计论文 1 5 2 3 篇
。

分组会议由 20 个

国家的代表分别主持
,

我国代表主持了一个分组报告会(盐渍化对生态环境及持续农业的

影响
,

由赵其国主持 )
,

有五人在分组会上作报告
,

有 48 篇论文参加了墙报交流
。

在这些

报告中
,

特别是
“

东亚及其邻近地区盐渍化及环境对持续农业的影响
” 、 “

中国人为土的形

成与分类
” 、 “

中国土壤系统分类纲要
” 、 “

中国南方生态与持续农业
” 、 “

中国半千旱地区的

舒作制度
, 、 。

中国土壤 s。 的含量及有效性与应用效果
”

等
,

引起与会代表的广泛兴趣
,

收

到了良好的效果
,

进一步扩大了我国土壤学界在国际上的影响
,

为今后我国土 壤学的发展

及国际合作起到了促进作用
。

会议期间召开了多次理事会
,

讨论决定第 16 届国际土壤学会将于 1 9 9 8 年 8 月在法国

蒙特利尔召开 ;同时
,

对学会学术机构的设置作了新的调整
,

决定新增一个专业委员会
、

三

个专业分委员会及五个工作组
。

这样
,

国际土壤学会的学术机构将有 8 个专业委员会
,

即

土壤物理
、

土壤化学
、

土壤生物
、

土壤肥力与植物营养
、

土壤发生分类及制图
、

上壤技术
、

土

壤矿物
、

土壤与环境(新设) ; 7 个专业分委员会
,

即盐渍土
、

微形态
、

土壤动物
、

水土保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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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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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土壤(新设 )
、

土地评价(新设 )及土壤治理(新设) ; 17 个工作组
,

即酸性硫酸盐土
、

冷冻

土(新设 )
、

荒漠生态土壤资源(新设 )
、

世界土壤及土地数字化数据库
、

土壤有机肥及营养

(新设 )
、

土壤矿物与有机组成对微生物的交互作用
、

土壤测量
、

古土壤学
、

世界土壤资源

参比库(新设 )
、

遥感在土壤调查中的应用
、

根圈
、

土壤及地质医学
、

水稻土肥力
、

土壤地下

水污染
、

城市土壤(新设)
、

土壤史
一

哲学与社会学
、

土壤肥力试验
。

会议期间
,

各专业机构分别改选了新的领导成员
,

我国代表赵其 国任盐渍土专业分委

员会顾问
、

国际土壤学会东亚及东南亚协会主席及土壤与环境委员会领导成员 ;龚子同任

国际土壤学会东亚及东南亚协会秘书长及荒漠生态土壤资源工作组领导 成 员
。 1 9 9 4 年

我国代表将分别参加主持在西班牙召开的国际盐渍土会议及在马来西亚召开的东亚及东

南亚土壤协会
。

在会前会后及会议期间
,

大会组织了多条路线的土壤考察
,

我国部分代表参加了美国

及墨西哥境内的考察
,

对考察区的土壤特性
、

生产现状与生态环境有了较深的了解
,

收到

了学 习与交流的效果
。

一
、

土壤学各分支学科的进展

在大会上报告的 11 篇论文的题目是
: 脆弱地球供养 日益增长的人口 (N

.

E
.

B Q r lan g ,

加拿大 ); 土壤物理新问题与挑战 (M
.

T
.

V
.

G e
nu

o ht e n ,

美国) ; 土壤化学一土壤化学及

环境间的界面 (w
.

H
.

V
.

Ri en s di sk
,

荷兰 ); 接种于土壤的微生物存活状况及其活 性

(G
.

A
.

V a n ve en
,

荷兰) ; 土壤
,

地球的社会压力 (5
.

w
.

Buo l ,

美国) ; 热带土壤肥力研

究 (P
.

A
.

S an ch e z ,

肯尼亚 ) ;土壤矿物的空间与时间 (K
.

St ah
r ,

德国) ; 之1 世纪土壤

盐渍化前景 (1
.

s z

ab
o lc s ,

匈牙利 ) ; 土壤微形态 (R
.

M ie d e m a ,

荷兰) ; 土壤退化及气候

(1
.

P
.

Se nt is ,

委内瑞拉 ) ;动物活动及土壤过程 (P
.

L a ve n e ,

法国 )
。

这些报告涉及的

问题甚广
,

代表了各个学科的进展方向
,

对会议具有较大影响
。

其余的 35 6 篇分组报告及

1 1 67 篇墙报
,

都不同程度地对各分支学科的研究进行了论证
。

面对如此众多的论文
,

本

文不可能作详尽概括
,

这里仅就土壤学各分支学科的论文及进展概况作粗略分析
,

供参

考
。

(一 ) 土壤物理

有两个分组报告会
,

论文 15 篇
,

墙报 1 35 篇 (中国 3 篇 )
,

主要内容有
: 集约灌溉措施对

土壤质量退化的影响 ;土壤与植物因素决定灌溉的有效性 ; 土壤物理与环境特性 ; 土壤中

不均衡固相物转化的物理基础 ;土壤多相流 ; 土壤物理研究的新问题与挑战 ; 土壤孔隙对

根系生长的影响 ;土壤压实对土壤结构与孔隙度的影响等
。

从发展趋向看
,

水溶性污染物及有机污染物在非饱和带的运动规律
,

是当前土壤物理

研究的前沿领域
,

研究的数学方法有
: 经典数学模型法

、

机理分析法及随机法 ; 土壤性质

时空变异
,

是 当代土壤物理研究的主要内容
,

其研究 目的
,

一是了解土壤性质时空变异特

性
,

二是预测未定的土壤性质
,

建立时空变异的随机模型 ;在研究方法上有新推进
,

包括 电

磁法
、

核磁共振技术
、

断层 X 射线照相法
、

时域反射法及现代遥感技术等
。

M
.

T
.

V.

G e
nu

c ht e n
(1 9 9 4 ) 等人指出

,

当代土壤物理学正在迎接环境问题的挑战
,

土壤物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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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领域也正在不断扩大
,

首先
,

土壤物理研究的深度不再是土壤表层至 Zm 深的土层
,

而

是到达根部的底层 ; 其次
,

土壤物理学家要成为全球范围水文研究的参与者
,

要研究地表

水文过程的循环模型 ; 第三
,

要研究介质及非饱和流与溶质的移动规律 ; 第四
,

要研究与农

业有关的多相流体系统 ;第五
,

土壤物理学家既要研究农业化学物(肥料
、

农药
、

土壤盐化 )

也要研究非农业化学物(放射物
、

有毒物
、

某些挥发有机物 )
。

由此可见
,

土壤物理研究正

在由传统研究范畴向其他领域交叉发展
,

并与环境污染问题相结合
。

(二 ) 土镶化学

有两个分组报告会
,

论文 16 篇
,

墙报 1 44 篇(中国 9 篇 )
,

主要内容有
: 土壤化学中的

现代物理化学技术 ;红外技术应用于有机及无机土壤物质的进展 ; x 光在土壤化学及矿物

研究中的应用 ;铝的吸收机制 ;土壤化学及其环境 ; 氧化物表面的吸收机制 ; 除草剂的防

治 ; 森林土壤辐射污染转化 ;无机及有机组成对污染吻转移速率的影响等
。

从发展趋向看
,

其研究重点
,

一是土壤化学与环境
,

包括各种有机与无机物对土壤污

染的影响及其防治 ;土壤辐射污染转化等研究
:二是各种新技术在土壤化学研究中的广泛

应用 ; 三是土壤体系中化学物质的含量及其影响间的关 系
,

这种作用与土壤固相 组 成
、

pH
、

氧化还原电位
、

盐分含量及溶于水的络合剂有关
,

目前正进行初步研究 ; 四是天然非

均一胶体与离子结合的模型研究 (w
.

N
.

V a n R ie m s d iz k , 1 9 9 4 )
,

主要通过 N IC A 模

型
,

研究腐殖酸和富里酸表面的充电特性和离子结合
,

取得了较好的结果
,

这项研究虽是

土壤化学特别是环境化学的研究前 沿之一
,

但由于土壤胶体系统中化学物质的含量与其

影响间的关系复杂
,

而且是非线性的
,

因此
,

这种研究模型尚待进一步发展与验证
。

(三泛
‘

土镶生物

报告 16 篇
,

墙报 73 篇(中国 2 篇 )
,

主要内容是
: 土壤与根际微生物作用及稳定性 ;

根际与土壤保持 ; 持续农业中菌根在植物与土壤生物中的相互作用 ; 土壤结构
、

土壤生

物及植物在持续农业中的相互作用 ; 真菌与细菌在耕地有机物分解及养分矿化中的作用

等
。

近年来的主要进展
,

一是根际与根际 微生物研究活跃
,

特别是在根际微生物对氮素的

作用及有益有害微生物的相互作用上有新的 进展 ; 二是强调微生物净化土壤与保护环境

的作用
,

对降解微生物在生物学
、

生理学
、

遗传学及新的微生物群类方面有所发现 ;三是强

调微生物通过土壤结构与植物营养作用对持续农业的影响
,

对具有特殊功能的细菌和真

菌接种到土壤中改善土壤微生物环境的研究有所推进
。 G

.

A
.

v an ve en ( 19 9 4 ) 等人指

出
,

土壤接种微生物作用有四 : 1
.

向农作物提供氮素(根瘤菌
、

固氮菌 )及磷素 (解磷细菌

及菌根菌) ; 2
.

控制虫害发生 ; 3
.

刺激作物生长 ;4
.

改进土壤结构
,

降解土壤污染
。

近年来

他们在接种微生物存活状况及活性方面进行研究
。

由此可见
,

土壤微生物对土壤环境的影

响研究有所进展
,

但在微生物生物遗传工程研究方面尚有不少差距
。

有人指出
,

今后应进

一步加强微生物在环境作用中的研究
,

并应缩小理论与应用间的差距 (R
.

G
.

Li n d e r
m an

,

1 9 9 4 )
。

(四 ) 土壤肥力与植物营养

共有 9 个分组报告
,

论文 78 篇
,

墙报 23 6 篇(中国 10 篇 )
,

主要内容有
: 土壤生产力

及养分循环 ;生物 N 素固定与 N 素管理 ; 肥料资源有效利用 ; 土壤及植物测试技术 ; 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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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植物营养中硫的全球进展等
。

从发展情况看
,

首先
,

突出的是持续农业的养分循环问题
,

提出低投人高产出的农业

必须从养分循环出发
,

研究与自然相协调的配套技术
,

为了建立区域规模的养分平衡系

统
,

必须注意提高粮食与饲料的 自给率
,

建立无毒害的排污系统及发展适应排污体系的新

的有机肥料和施肥技术 (R
.

H ak
a m a ta

, 1 9 9 4 ) ;其次
,

在 N 素方面
,

除研究生物固氮及与

地下水质量有关的 N 素管理外
,

主要利用模拟与模型
,

研究作物生长期间
,

来自不同库

(Po
o
l) 的 N 素有效率的定量化

。 v
.

N
.

N a d m a
n( 1 9 9 4 )建议

,

在评价环境可接受的氮肥

施用量时
,

应考虑氮肥的空间变异度
,

同时提 出用于评价农场系统 N 素输人输 出状况的

平衡计算与模拟系统
,

说明 N 素在环境方面的研究有所推进 ; 第三
,

应用原子核素对土壤

与植物养分的研究技术
,

以及各种肥料在作物生产中的有效利用技术
,

有新的进展 ;第四
,

土壤肥力研究进人新的阶段
。 P

.

A
.

San ch ez (1 9 9 4 ) 指出
,

过去土壤肥力只注重研究作

物对养分的吸收
,

忽视养分在土壤中的积累及进人地下水和大气的命运
,

主要研究铝毒

机制及石灰施用
、

磷矿粉肥效
、

可变电荷在氧化土的动力学及改良土壤酸度等
。

今后随着

人口 、

环境的变化
,

土壤肥力研究必须依靠生物过程
,

使种质 (G
c r m p las m ) 适应土壤逆

境条件
,

提高土壤生物学活性
,

优化养分循环
,

减少养分投人与提高其利用率
,

这一领域包

括边际土壤的持续利用和土壤退化防治两个方面
。

值得注意的研究项 目是 : 在基因水平

上提高种质对土壤逆境的适应力 ;利用种间差异调节植物需求与土壤逆境关系 ;改变肥料

施用策略
,

使单位养分投人的产 出达到最高 ; 土壤与植物间的养分平衡与循环 ; 侵蚀的生

物学控制 ;水份的盈余技术及减少 CO
Z 、

C H
. 、

N zo 等温室气体释放的土壤管理技术 ; 政策

的制定和实验等
。

(五 ) 土雄发生分类及制图

有 9 个分组报告会
,

论文 83 篇(中国 3 篇 )
,

墙报 2 18 篇(中国 8 篇)
,

主要内容有
:
土

壤发生过程模拟 ;不 同尺度土地管理所需的土壤数据 ;土壤空间变异对资源评价及环境模

拟的影响 ; 世界土壤资源数据库 ;区域土壤地理与制图等
。

总的进展是
:
第一

,

研究内容富时代气息
。

如土壤信息系统
、

模型和建模 ; 动态土壤

发生学 ;土壤空间变异 ;土壤管理的国际框架评价 ; 地医学 ;土壤考古及土壤全球变化
,

这

些领域均有新的内容与进展 ;第二
,

土壤过程研究深化
。

对土壤人为过程的研究
,

如土壤

熟化与退化
、

土壤酸化
、

灌溉对土壤过程的作用等
,

均 由静态到动态
,

由定量走向建立模型

的研究方向 ; 第三
,

土壤信息系统的加强
。

如 Sot e r
数据库

、

国际土壤参比与信息数据库
、

区域土壤地理数据库的建立
,

以及在组成信息源
、

数据库结构
、

建库方法
、

信息传递等方面

都有了系统深人的研究 ;第四
,

土壤系统分类的国际化
。

国际土壤学会建立的 W R B 委

员会统筹国际土壤分类联网工作
,

中国也参与此项联网
。

这次在会上交流的
“

中国土壤系

统分类纲要
”

及草拟世界人为土分类
,

也是此项工作的组成部分
,

深受与会者重视
。

总之
,

今后我国应加强人为作用的土壤熟化过程研究
,

发展土壤信息系统
,

搞好中国土壤分类的

国际联网
,

使土壤地理研究更好地为持续农业与全球变化服务
。

(六 ) 土族技术

论文 16 篇 (中国 1 篇 )
,

墙报 94 篇(中国 3 篇 )
,

主要内容有
: 发展中国家的土地管理

与持续农业三热带雨养农业的雨水管理 ;持续农业灌溉管理的作用 ;农业技术
、

生产力
、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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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有效性及环境影响 ; 传统耕作有关的生态与气候限制性 ; 高生产体系的环境管理技术

等
。

总的进展有两个方面 : 一是制定包括提高土地生产力
、

经济效益
,

为社会所接受并与

自然相协调的土壤利用技术体系
,

包括混林农业
、

雨水管理
、

侵蚀防治
、

退化土地生产力恢

复
、

水资源的有效利用及稳定早地农业生产等方面的配套技术 ;二是长期土壤退化评价及

重建
,

土壤退化田间方法与技术模拟研究
,

包括长期退化土壤的全球气候变化影响 ; 不同

土壤
、

气候
、

作物相关的土壤性质研究技术 ; 运用不 同方法评价与模拟土壤退化演变趋势

等
。

所有这些技术对全球性土壤保持与农业生态 系统的恢复均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

并在

理论与实践中上有了新的进展 (5
.

M
.

v ir m a n , I
·

p
·

Se n tis
, 1 9 9 4 )

。

(七) 土城矿物

论文 15 篇
,

墙报 46 篇(中国 4 篇 )
,

主要内容有
: 环境中的矿初反应 ; 矿物的风化与

形成 ;酸性硫酸盐土
、

地中海土
、

变性土等粘土矿物特性及其变化 ;土壤结构中的粘土矿物

规律 ;地表物质移动与沉积中铁锰矿物的特性 ;土壤矿物的变化与合成 ; 气候对矿物风化

及形成的影响二热带火山土中矿物风化及形成过程的定量化研究等
。

从发展趋势看
,

土壤矿物的发生分类与应用正在加强
,

特别是关于热带土壤矿物特性

及其变化的研究正深人开展 ;其次
,

某些特殊的土壤矿物如氧化铁
、

高岭石
、

水铝英石及伴

生的羽毛石的发生特性及其含量指标
,

均有新的研究进展 ;第三
,

深人开展了矿物的时间

与空间变化研究
。 K

.

st ahr (1 9 94 ) 等人针对矿物的时空变异
,

进行了矿物从岩石向土壤

变化的研究
,

包括
: 土壤矿物体的变化途径

,

矿物作为土壤的追忆物
,

土壤矿物反映土壤

发育阶段及行为
,

土壤矿物与环境变化等方面的研究
,

已取得明显进展
。

说明当前土壤矿

物的研究范畴
,

正在联系时间与空间变异
,

解决环境与土壤发育方面的问题
,

这是土壤矿

物研究的新途径
。

虽然研究土壤矿物的手段不断更新
,

但定量分析研究仍有待进一步解

决
。

(八) 盐溃土

论文 9 篇(中国 I 篇)
,

墙报 43 篇
,

主要内容有 : 盐渍化对持续农业和环境的危害 ;咸

水灌溉与环境的关系 ; 碱化土壤的地球化学作用及其特性
:
土壤盐渍化评价方法的新进

展 ;盐渍化定性与定量评价技术 ; 次生盐渍化粘性土壤改 良研究 ; 灌区土壤盐渍化等
。

从

发展特点看
,

一是盐渍化与农业灌溉对持续农业发展的影响的研究不断加强 ; 二是盐渍化

与环境问题的研究
,

如全球气候变化
、

旱象增加
、

海平面上升等对盐渍化的影响正得到普

遍重视 ;三是盐溃化与荒漠化的演替规律与防治技术正在逐步开展研究
。

有证据表明
,

跨

世纪的土壤盐渍化将伴随着灌溉
,

带来一系列环境问题
,

影响持续农业
、

地表与地下水质
、

动植物群落及人类健康
,

成为全球所关注的问题之一
。

为此
,

不少学者认为 (1
.

s z a b。 Ic s ,

G
.

D
.

O s te :
(1” 4 )

,

今后必须考虑研究以下问题
:
盐渍化与持续农业及生态环境作用

的影响 ;盐渍化地区灌溉管理与劣质水利用 ;土壤盐渍化评估与测试技术 ; 盐渍土水动态

与溶质运移 ;盐渍土形成演变及地球化学作用等
。

(九 ) 土壤微形态

论文 7 篇
,

墙报 11 篇
,

主要内容是 :
微形态指标对土壤的人为影响 ; 微形态对土壤结

构退化指标的作用 ; 退化土壤地貌景观的微形态评价 ;微形态诊断控制及对人为土壤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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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预报 ;膨胀收缩特性与微形态结构形成的关系等
。

从进展看
,

当前通过遥感技术
,

促进了土壤微形态定量研究的图象分析技术
。

此外
,

光谱分析
、

立体逻辑
、

分形维数等数学方法对土壤微形态研究技术均有新的推进
。

与此同

时
,

土壤微结构的综合微形态研究
,

也逐渐涉及到土地利用
、

结构保持及土地退化和恢复

等问题
。

R. M ied
c m a

(1 9 9 4 ) 等人提 出了土壤微结构的综合微形态研究的详细图式
,

并

强调指出
,

深人地进行综合土壤微形态研究
,

对全面了解土壤的生态功能及土地持续利用

是极其重要的
,

这方面的研 究
,

可能是今后土壤微形态的新途径
。

(十 ) 土壤动物

论文 7 篇
,

墙报 n 篇 (中国 1 篇 )
,

主要内容有
:
土壤动物状况及其保护战略 ;土壤动

物对土壤养分循环的影响 ;亚热带红壤生态系统中动物区系的生态作用 ;蛆酬对土壤结构

的作用 ; 白蚁在热带火山灰土中的活动 ;土壤
、

生物活性及有机质的相互作用等
。

从发展看
,

当前主要研究动物活动与土壤过程
,

土壤动物对生态与环境的影响
。 P

.

L a ve n e
(1 9 9 4 )等人指出

,

土壤无脊椎动物是土壤动物的主要组成
,

包括微型动物
、

枯枝落

叶分解动物及生态型动物如白蚁
、

蛆酬等三个功能类型
。

研究表明
,

每一公顷温带森林士

壤中有数百种无脊稚动物
,

它们对土壤形成过程
、

三J襄有机质与养分循环及 C O :

释放与

变化均有影响
。

当前主要通过食物网法及生物系统调节法
,

研究土壤无脊椎动物对土壤

肥力
、

碳和污染物释放以及与生物多样性功能的定性影响
。

由于生物与环境的复杂性
,

这

类研究 尚处于初步阶段
,

不少基础研究课题有待深人推进
。

(十一 ) 水土保持

论文 8 篇
,

墙报 60 篇(中国 3 篇)
,

主要内容有
: 水蚀对土壤物理特性的影响 ;西非土

壤侵蚀评价 ;退化茶园的肥力特性 ;草地退化评价 ; 阿根廷北部土地退化
、

土壤侵蚀及其生

产力 ; 土壤侵蚀及作物生产力模拟 ; 水蚀动力学及土地利用率等
。

从发展趋势看
,

除研究侵蚀动力学
、

侵蚀预测
、

预报
、

侵蚀模型及其评价外
,

主要强调

土壤侵蚀研究要与土壤退化及农业集约经营相结合
,

研究地区性土壤退化与土地资源利

用的关系
。

据统计
,

热带地区由于侵蚀和土地退化
,

每年 丧失近 1多
,

约 7 00 一 8叻 万公顷

的耕地
。

因此 1
.

P
.

S en tis (1 9 9 4 )等人指出
,

随着土壤物理与化学退化过程的加强
,

必

须了解与预测降水的有效利用及影响土壤退化的水份平衡模式和作物与土壤的水力学性

质
,

在这方面
,

长期田间定位测定的资料是不可少的
,

这是防止热带地区土壤侵蚀
、

恢复土

地生产力的重要研究途径
。

二
、

跨世纪土壤学的发展趋势

会上有两个工作组讨论了土壤学的基本概念
、

进展与 21 世纪议程等有关问题
,

论文

报告 15 篇
,

墙报 7 篇
。

主要内容是
: 上壤学的演变

、

土壤学的环境涵意
、

土壤化学及土壤

物理学概念的转变
、

土壤学及 21 世纪议程
、

跨世纪土壤学发展趋向等
。

R
.

L
.

S a w ye r , V
.

M o kw n ye , B
.

K n a p p , p
·

B u ‘lo k (1 9 9 4 )等人指出
,

跨世纪的土

壤学将面临新的挑战与机遇
。

这是因为
,

跨世纪的世界将有以下转变 : 世界人 口至 2 0 2 5

年将由现在 53 亿增加 60 %至 85 亿 ;世界将有 10 亿人遭受饥饿 ; 占世界 l / 4近 36 亿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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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土地
,

占 1 / 6 的地区将遭沙化 ;全球每年将有 6一 7 百万公 顷农地遭侵蚀 ; 有 2 0 0 0 万公

顷灌溉土地遭盐渍化 ;全球气候变化将对现有农业模式产生破坏性影响
。

19 9 2 年联合国环境发展会议认为
,

跨世纪最重要的全球问题之一是
“

有效地利用包

括土地
、

水
、

能源
、

森林及生物在内的自然资源
”

(u N C E D , 1 9 9 2 )
,

这是因为地球土地资源

已大量被人类活动所改变
,

这种影响将在今后 50 年内
,

随人 口增 长而加强
,

例如
,

世界人

均土地由现在的 。
.

3 公顷将降至 。
.

巧 公顷(到 2 0 5 0 年) ; 热带地区耕地由 19 71 年的人均

0
.

28 公顷下降到 19 8 6 年(15 年内 )的 0
.

22 公 顷(FA O
,

1 9 8 9 )
。

在此情况下
,

土壤学跨世纪

的任务是
: 从防止与保护的观点 出发

,

不断提高环境质量
,

土地退化的防止与复建
,

保证

耕地生产力的持续发展
。 P

.

B ul loc k (1 9 9 4 )等指出
,

随着跨世纪人口
、

资源
、

环境的压力
,

今后土壤学的基础研究
,

应围绕持续农业与环境保护
,

开展土壤生物的交互作用 ;有机质

的特性及其动力学 ;土壤养分动力学 ;土壤结构特性动力学 ;特殊土壤的作物发生工程 ;大

气与土壤的气体交换等项研究
。

跨世纪的土壤学应用研究
,

应包括作物生产的改善 ;持续

土地利用与管理体系的发展 ;退化土壤的复建 ;废弃物的生物治理 ; 应用遥感及数据库等

新技术进行世界土壤资源图编制
、

农业区划
、

土地利用与环境评价 ; 养分循环储存及有效

性 ;土壤水分特性的管理体系以及提高产量与环境保护的生物技术发展等方面
,

从而保证

与环境相协调的作物生产率的不断提高
。

H
.

E sw a r a n
(1 9 9 3 )

,

5
.

F u n e s
(19 9 4 )指 出

,

跨

世纪土壤学必须与 21 世纪议程研究相结合
,

其主要内容是
: 土地资源数量

、

质量对不同

生态环境影响的预测 ;退化生态系统的防止方法与评价 ; 持续土地管理的综合网络体系 ;

评价土地变化对全球气候影响及其反馈 ; 土壤资源信息库的建立等
。

这次图际土壤会议

又提出了
“

与自然相协调地利用土壤 ;回顾过去展望未来
”

的口 号
,

说明土地利用始终是全

球性的一个重大问题
。

总之
,

跨世纪的环境与土地问题将成为促进土壤科学为农业发展服务的重要驱动力
。

与 自然相协调地利用土地
,

防止与复建退化土地
,

保护土
、

水
、

气环境免受污染
,

提高土壤

肥力与土地利用生产力
,

以及政策法规的保证等
,

都是跨世纪土壤学面临的问题和发展趋
、

向
。

三
、

土壤学综合研究的发展趋向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与世界人口
、

资源与环境对社会的压力
,

土壤学不断走向综合与

相互渗透的研究方向
,

这不仅表现在基础学科本身的发展方面
,

更重要的是
,

当今土壤学

各分支学科均围绕环境与农业问题
,

对环境保护
、

资源利用
、

持续农业
、

全球变化及区域治

理等重大问题
,

开展综合与深人研究
,

并取得新的进展
,

这正是此次会议学术报告体现的

特点
,

值得引起注意
。

(一) 环境保护

这次涉及环境问题的分组报告会共有五个
,

论文 31 篇
,

墙报 1 50 篇 (中国 9 篇 )
。

M
.

G
.

Si ng
e : (1 9 9 4 )指 出

,

土壤本身就是环境的体现
,

土壤是气圈
、

水圈
、

生物圈及土壤圈的

皮肤 (N
.

K ifo r of f, 1 9 5 9 )
,

土壤是由人类
、

食物及残弃物和社会组成的基础
,

土壤在现代

环境科学中一直起重要作用
,

例如
,

土壤学界最早提 出土壤和水份保持及土壤侵蚀常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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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o i th , 19 5 6 )
,

土壤被认为是保持地下水免受污染的物理
、

化学及生物过滤器
、

土壤学家

早就提出防止农业及水土污染的重要措施
,

并对废弃物提 出处理方法 ; 土壤在水份
一

养分

循环
、

c 一
N 循环

,

特别是温室气体全球变化中的作用
,

也是尽人皆知的 ; 同时
,

土壤学家将

生态科学概念引人持续农业
,

促进上地生产力及农业发展的贡献是巨大的
。

环境问题的研究涉及到很多方面
,

一是研究无机
、

有机物对土壤污染的机制及防治途

径
,

包括重金属污染
、

除草剂的特性及防治等 ;二是在农业利用中
,

如肥料施用
、

水份排灌

所引的土壤污染及退化与防治 ;三是废渣
、

废水及城市垃圾的处理 ; 四是水质
、

农药
、

有毒

化合物的评估及各种防治新技术新方法的研究
,

包括水体中重金属的转化迁移
、

有毒物的

微生物降解
、

环境气化及光诱导转化动力学
、

水生生态系统的微生物生态学等 ; 五是结合

模型化与定量化研究土壤组分与污染物转化关系
,

例如美国 G on
e : H oP k ins 大学通过污

染物 电子云
,

研究污染物亲电子点位的位置与个数
,

从而判断它们与污染物的反应能力 ;

新西 兰 Li nc oi n
大学使用原状土及渗漏计

,

研究污泥中重金属的移动性
,

发现土壤 pH
、

有机质含量对重金属的吸附能力及土壤结构状况有影响
,

同时发现
,

生物生长模型能很好

的描述 C u 、A s 和 Cr 的积累淋溶特性
。

由此可见
,

今后环境问题研究将涉及到土壤学的许多学科领域
,

并更加重视理论与实

践的结合
,

微观上将更加重视土壤组分与污染物迁移转化的关系
。

另外
,

全球性的环境问

题
,

包括土壤温室气体效应与全球性变化等
,

也是环境问题的重要方面
。

(二 ) 资源开发

有四个分组报告会
,

论文 28 篇
,

墙报 40 篇(中国 3 篇)
,

主要内容包括
: 不同土地资

源的开发利用与综合生产力 ;土地质量评价与持续土地管理 ;土地退化与复建问题 ; 地区

性土地管理与经验等
。

资源开发
,

特别是土地资源开发
,

是当今社会共同关注的问题
。

不少科学家指出 (F
.

P
.

M ill er
,

M
.

K
.

Mal i
, 1 9 9 4 等 )

,

资源开发的核心是土地开发及其合理利用
,

因为只

有合理地开发与利用土地
,

才能保证粮食增长
,

协调人 口
、

资源
、

环境 间的矛盾
。

因为在开

发中
,

不仅要注意慎重合理地对未垦土地
,

包括荒地
、

林地
、

草地
、

沼泽地进行开发
,

还要注

意对 已开发的各类耕地
,

进行合理利用与管理
。

这次大会提 出的
“

与 自然相协调地利用土

壤
” ,

其函意就是土壤利用必须与 自然规律相符合
,

既要充分合理地利用土地资源
,

又要加

强对土地资源与环境的管理
、

保护与协调
,

从而促进农业持续发展
。

当前
,

全球人均土地

仅 0
.

3 公顷
,

据推算
,

到 2 0 5 0 年人均土地将减为 0
.

巧 公顷
,

而全球退化的土地将达到 12

亿公顷(FA O , 1 9 9 2 )
,

占全球土地面积的 11 % ;今后 20 年估计将有 l / 3 耕地沦为荒地
,

世

界上 1 17 个发展中国家将减产 ”务
。

因此
,

科学家们指 出今后在资源开发中
,

关键在于

加强土地管理措施与土地退化恢复及重建研究(R
.

L al 等
, 1 9 9 4 )

。

会上
, 1

.

S za bo lc s ,

H
.

Blu m
, 1

.

L a n g (1 9 9 4 )等人提 出土壤复退力
“S 。11 : e s ilie n e。”的概念

,

即土壤自身所具

有的
,

已退化土壤自我恢复的能力
,

包括土壤的过滤力
、

缓冲力
、

吸附力
、

交换力等
,

这些性

能的发挥
,

对防止土壤退化与恢复地力具有重要意义
,

因此
,

应从防治土壤退化的角度对

其进行深人研究
。

此外
, R

.

G
.

H an
s
on (1 9 9 4 )指出

,

在土地资源开发与管理甲
,

需研究以

下问题
:
社会需求对土地开发的影响 ; 土地及土地质量的评价 ;原始耕地土地生产力的恢

复 ; 保证土地开发所需的水
、

肥
、

排灌及防止侵蚀的措施 ; 气候变化对土地资源开发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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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 ;全球土地资源开发清单及数据库 ; 土地退化控制与重建等
。 D

.

R
.

K e
nn ey (1 9 9 4 )指

出
,

如何利用好现有自然资源满足社会需求
,

而又有效地保存它传给后代
,

关键是土地管

理
。

今天人们的
“

土地道德观
”

已发生了变化
,

过去土地的征服者今天已变成土地系统的

一员
。

当前人们之所 以滥用土地资源
,

是因为人们将土地视为 自己的财产
,

而只有人们将

自己看作是属于土地的一分子时
,

才会真正热爱和珍惜土地
。

不遵守土地道德
,

滥用土地

所造成的后果
,

如土地退化
、

环境污染
、

生物多样性降低
、

粮食减产等
,

给后代及全球带来

的恶果是不堪设想的
。 D

.

R
.

K e
nn

ey 这段话
,

是关于资源开发
,

特别是土地资源开发的

很好总结
,

值得我们深思
。

(三 ) 持续农业

共有 8 个分组报告会涉及持续农业问题
,

论文 56 篇
,

墙报 l知 篇(中国 3 篇 )
,

内容

有
:
生物在持续农业中的作用 ;低投人持续农业的养分与生产力 ;持续农业在全球变化与

土壤信息中的作用 ;持续农业的土壤技术 ;盐渍化对持续农业的影响 ; 集约生态系统与土

壤复退力 ;评价持续农业管理的国际网络 ;甘蔗生产管理在农业持续发展中的影响等
。

从发展趋势看
,

持续农业是 当前国际关注的一个重大问题
,

因为它涉及土壤
一

土地
-

自然资源
一

农业生产系统的整体
,

并是人 口
、

资源
、

环境关系中的核心问题
。

同时
,

持续农

业是一个涉及政治
、

经济
、

文化各方面及特殊定位农业的一个动力学概念 (D
.

R
.

K en ny
,

1 9 9 4 )
,

它是指在保护自然资源和促进农业发展的同时
,

通过土地管理
,

最大限度地减少水

土流失
、

环境污染和农民投人
,

不断保持和提 高土地生产力与农业系统效益的现代化农业

体系
。

M
.

K
.

w al i , K
.

G
.

C a s s m an (19 9 4 ) 等人提 出
,

持续农业发展需注意三个问题
:

1
.

土地管理是农业系统持续稳定的关键 ; 2
.

要增加农业科研
、

教育的投人与健全法制 ; 3.

要像制定工业化标准那样
,

制定水质标准
、

土壤侵蚀限度
、

环境污染标准
、

土地控制权等
,

并付诸实施
。

关于今后持续农业的研究
,

不少学者建议有以下方面 : 持续农业障碍因素

的评价 ;土壤生态学与持续农业的调控技术 ;土壤退化机制及其防治
、

重建 ;土壤资源潜力

与人口承载力 ;生物技术在土壤管理中的应用 ; 持续农业土壤管理的政策与法规研究
。

持续农业涉及的范围很广
,

虽然
“

持续农业
”

的概念和
J

思想已为广大土壤学者接受
,

但

从论文水平看
,

当前仍然缺乏对
“

持续农业
”

的深人系统研究
,

与传统土壤学分支学科的研

究内容相比
,

并无实质性进展
,

值得引起注意
。

(四 ) 全球变化

有三个分组报告会涉及到土壤全球变化问题
,

论文 巧 篇
,

墙报 44 篇
,

主要 内容有
:
在

管理及自然生态系统中土壤对碳循环的影响 ;全球环境模拟的土壤数据库发展 ;土壤空间

分布与气候变化对农业的气候模型 ;热带土壤碳循环及管理 ;腐殖土中碳的储存情况 ; 分

解残体及碳在土壤物理相 中的作用 ;热带泥炭甲烷生产与释放 ;与淋溶及地下水质有关的

氮素管理等
。

土壤全球变化
,

包括土壤温室气体 C H
; 、C O Z 、 N ZO 等的源与汇的研究

,

是近些年国际

土壤研究的重点之一
。

从发展趋势看
,

N 素
,

特别是 N
ZO 等研究进展较明显

,

它与氮肥的

施用及硝态氮的地下水污染与循环研究相关
,

在发展中国家开展的项 目较多互水稻土及沼

泽地释放 CH
;

的研究
,

在日本
、

中国等东南亚地区有新的推进 ; 关于有机碳 循环研究
,

主

要解决土地资源持续利用及控制由于 C O Z 、C H
;

温室气体引起的温室效应 ; 从控制 C O :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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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看
,

目前主要致力于建立数字化信息系统及各种数学模型
,

深人研究有机碳的转化过程

和规律
,

由于全球范围内能表征土壤有机碳状况的基本数据不足
,

因而对不同生态系统 中

土壤有机碳转化规律尚难定量描述
。

总的看来
,

定量评价土壤有机碳作为 CO Z

的源和汇

的状况及变化趋势
,

是今后研究的关键
,

它可为全球范围 C 0
2 、

C H
;

及 Nz O 温室气体的研

究提供依据
。

(五 ) 区域治理

有两个分组报告会
,

论文 25 篇
,

墙报 30 篇
,

多集中在热带
、

亚热带地区
,

以中
、

南美
、

非洲及东南亚地区较多
,

主要内容有
: 墨西哥灌溉区养分保持与农业现代化 ; 中美地区甘

蔗生产系统的土壤管理 ;南亚及南美的持续高水平生产力 ;西非的土壤侵蚀 ; 非洲的土壤

管理问题 ;热带酸性土的肥力与管理 ; 酸性土
、

沙土
、

火山灰土的特性及生产力等
。

区域治理是全球发展的突出问题
,

这是因为随地域及社会经济发展差异
,

世界不同地

区人口
、

资源
、

环境间的矛盾各不相同
。 5

.

w
.

Buo l( 1 9 9 4 ) 指 出
,

全球土地资源及生产力

具有地域特点及差异
,

寒带及温带地区具有广阔的土地资源
,

但土地生产潜力却不及热

带
、

亚热带巨大
,

而热带
、

亚热带
,

特别是 中
、

南美洲及非洲撒哈拉地区
,

由于人口增长
,

环

境脆弱
,

资源贫乏
,

土地退化
,

肥力减退
,

当前粮食生产与经济发展均处于 困境
。

据统计
,

热带及亚热带发展中国家土地退化 占全球 60 多
,

人均粮食不足发达 国家的 1 / 3一 l / 4
,

随

着人 口的增长
,

到 2 0 0 0年
,

非洲撒哈拉地区仅能产所需粮食的 3 / 4 (C
.

R
.

D os w e n , 19 9 4 )
。

因此
,

不少科学家指 出
,

今后全球区域治理的重点无疑将集中于热带
、

亚热带地区
。

一方

面
,

这一地区自然资源及生产力有巨大潜力
,

一般是温带地区的一倍以上
,

不少地区如东

南亚及东亚等国
,

通过资源合理开发与管理
,

加强生态农业建设
,

可以大大提高作物产量
,

成为全球热带
、

亚热带粮食与经济作物的生产基地 ;另一方面
,

非洲及中南美洲的大部分

热带
、

亚热带地区
,

为贫困地区
,

必须采取全球性的扶持政策
,

推动区域土地治理
,

改善生

态环境
,

促进粮食增产
。

只有这样
,

才能推动全球经济平衡与发展
,

促进世界经济与政治

局面的稳定
。

从此可见
,

区域治理特别是热带
、

亚热带地区的土地资源与环境治理
,

是一

项全球性的战略问题
,

需引起注意
。

上面提出了土壤学各分支学科综合研究的五个问题
,

这些问题的核心是什么 ? N
.

E
,

B o r la n g 及 C
.

R
.

D o w s w e ll (19 9 4 ) 认为是世界人 口 与粮食问题
。

据他们分析
,

自 1 9 5 0

年以来
,

由于采用了植物遗传
、

品种改 良
、

增施化肥
、

治虫治病等科学措施
,

使世界粮食产

量以每年 2
.

7 多
,

而人口 以 1
.

9 并的速度递增
。

以中
、

美
、

印
、

俄四大产粮国相比
,

中
、

美两国

自 1 9 6 1一 19 9 2 年粮食单产不断增加
,

1 9 9 2 年中国为 4 9 吨 /公 顷
,

美国为 5
.

4 吨 /公顷
。

但

从全球看
, 1 9 9 0 年可食用的干物质为 23 亿吨(98 多来 自陆地

, 2 外来 自水域)
,

这些粮食妞

均匀分配到世界各地
,

可供养 62 亿人 (目前全球仅 52 亿人)
,

但是
,

如果第三世界人均消

耗水平与发达国家持平的话
,

则 目前粮食只够维持 25 亿人生存
。

据统计推测
,

在 90 年代

及下世纪的头十年
,

人 口将增加 20 亿
,

也就是说
,

本世纪末世界人 口将达 6 2 亿
, 2 0 , o 年

将达 83 亿
,

期望 21 世纪末人口 维持在 1 00 亿
,

如果人均粮食保持在 目前水平
,

到 2 0 5。年

世界粮食必须在 目前水平上增加 57 多才能维持 ; 而要使全球饥饿得到解决
,

粮食必须比

现在增加一倍
。

因此
,

要解决此问题
,

一是需要生产足够的粮食
,

但不能以破坏环境和经

济为代价 ;二是粮食在世界范围得到均匀分配
。

显然
,

世界饥饿问题必须通过提高缺粮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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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的粮食生产得到解决
。

目前发展中国家最重要的农业限制因子是土地退化
,

肥力减退
,

尤其是非洲撒哈拉
、

拉美和亚洲的旱地
。

因此
,

必须采用科学技术手段促进农业发展
,

显

然
,

未来粮食增 产的主要途径必然是在科学技术指导下单产的提高
。

我们应该牢记
,

世界

和平不可能建立在饥饿和痛苦之上
,

我们应不断引人新的科学技术
,

在改 良品种
、

化肥施

用和病虫害防治上做出更大努力
。

有人说
“

如果世界末日将会来临
,

它不一定是由于污染

所造成
,

而是由于饥饿引发的社会和政治的动乱
。 ”

这并非是 危言耸听
。

四
、

我国土壤学面临的任务与发展方向

综上可见
,

近几年来土壤学有了一定进展
,

特别是在环境化学
、

区域生态
、

土壤发生分

类及信息库
、

物质循环
、

表面化学
、

根际环境
、

生物工程
、

肥力调控
、

植物营养 (氮素平衡 )
、

遥感与信息等基础学科方面都有新的推进
,

并与全球发展战略相适应
,

围绕环境与农业问

题
,

从五个方面开展综合性研究
。

值得注意的是
,

随着上述各项研究的不断深人
,

各种新

技术与新方法得到广泛应用
。

从学科发展来看
,

一方面是既高度分化
,

又高度综合与渗

透
,

这次大会新增 8 个学科组就是明证 ;但另一方面
,

有的学科分支思想陈旧
,

新技术引用

甚少
,

基础与应用
、

宏观与微观结合不够紧密
,

并与当今社会与全球要求脱节
,

进展较缓

慢 ; 再从地域范围看
,

土壤学研究的发展极不平衡
,

非洲
、

拉丁美洲及东南亚部分地区与国

家的不少工作尚未开展或仅处于起步阶段
。

与国际土壤学发展相比
,

我国土壤学的某些分支
,

如人为上壤发生分类及土壤系统分

类
、

表面化学
、

植物营养(N
、

P
、

K 等 )
、

土壤水分
、

肥料试验
、

水稻土
、

盐渍土
、

干旱土
、

红壤

的发生与生态农业研究均取得领先地位
,

同时近年来在环境保护
、

持续农业
、

遥感信息
、

全

球变化(CH
; 、C O Z 、N ZO )

、

土地生物技术及新技术应用等方面均有明显推进
,

其中
,

不少工

作正在与全球发展与 21 世纪议程联网
。

尽管如此
,

与世界上先进国家相比
,

无论在基础

研究还是综合研究方面
,

都还存在不同程度的差距
。

因此
,

针对当前国际土壤学跨世纪发

展的趋势
,

我们应扬长避短
,

急起直追
。

就我国土壤学面临的任务和发展方向来看
,

应包括以下五个方面
。

(一 ) 加强土壤圈物质循环与全球变化研究

当代土壤学发展前沿已进人到全球物质循环研究阶段
,

即在圈层概念下
,

探索土壤圈

的演化机制及其与大气圈
、

水圈
、

生物圈
、

岩石圈以及人类活动的关系
。

根据这次国际土

壤大会的发展趋向
,

结合我国实际
,

下列关键领域应作为土壤学部分优先开拓的领域
: 1

.

土壤生物工程
,

研究植物营养的遗传特性
、

养分吸收的分子机制
、

植物营养性状的遗传学

改良 ; 2
.

土壤水量平衡与物质迁移
,

研究多维条件下的水分与溶质迁移规律
、

区域性土壤

水文过程和大尺度的水量平衡模型建立 ; 3
.

土壤胶体的界面化学行为
,

研究土壤胶体表面

结构
、

特性和电荷特点
、

土壤物质在不同界面上发生的化学反应过程及其转化与迁移机

理 ; 4
.

地表物质再分配过程与土壤发生演化
,

研究 自然及人为干预条件下的地表剥蚀速率

及其动力学
、

.

仪类活动影响下土壤生物地球化学循环方向
、

人为作用下土壤发生演化规

律
、

地表物质再分配过程的环境效应 ;5
.

土壤温室气体效应及其防治
,

包括土壤 C O : 、C H
; 、

悦0 的源和汇
、

各种温室气体的效应机制及防治对策的研究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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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重视土壤肥力与农业持续发展

发展持续农业的 目的是获得高效的农业产量
,

保持清洁的环境和生物多样性
,

其内涵

主要是在保持和提高代传土地质量
,

增强抗风险的缓冲能力
。

其中维持与增进土壤肥力

是关键
,

在这方面优先开展的领域是 : 1
.

不同生态系统中土壤肥力的演替规律
,

包括不同

生态系统条件下土壤肥力的长期试验 ;不同培育措施对土壤肥力演变的影响 ;土壤肥料演

变的预测与建模 ; 2
.

高度集约化条件下施肥制度的建立
,

包括不同农业生态系统中养分再

循环的特点及作用 ; 化肥养分在土壤中的转化和去向及其对增产与环境的影响 ;3
.

区域养

分消长规律及肥力需求
,

包括我国土壤养分消长规律及区划 ; 我国肥料需求预测及依据
。

(三 ) 开展土壤资源与生态
、

环境建设

我国土壤资源相对紧缺
,

合理开发已迫在眉捷
,

需要在原有清查
、

规划及利用的基础

上
,

通过加强生态环境建设来保护土壤资源
,

促进其增值
。

因此
,

土壤资源合理开发作为

生态
、

环境建设的保证
,

应给予优先发展
。

下列几个方面应着重考虑
: 1

.

土壤资源动态变

化 (数量
、

质量)监控预测系统
,

包括土壤
一

土地数字数据库的建立 ; 全球土壤退化评价系

统的建立 ; 中国土壤信息系统的建设及土壤资源的遥感监测系统的建设 ;2
.

土壤资源的承

载能力
,

包括区域土壤资源发展条件综合评价 ; 区域不同土壤资源结构功能的系统分析 ;

土壤资源利用与生态环境的平衡与保持 ; 3
.

土壤生态环境系统演化与建设途径
,

包括退化

土壤生态系统的发生机理及其恢复重建途径 ; 良性循环生态系统培育的基础 ;复合生态系

统建设技术 ; 固体废弃物的土地处理和清洁土壤的保持技术 ; 4
.

区域生态
、

环境建设与示

范工程
,

主要开展我国生态脆弱带
,

包括黄土高原
、

黄准海平原
、

南方丘陵山区
、

西北干旱
、

半干旱地区及长江三峡地区的区域开发战略与示范工程研究等
。

(四 ) 加强学科基础研究与综合交叉
,

不断运用与革新新技术
、

新方法

土壤学基础理论研究是推动土壤学发展的基础
,

我们一方面要发挥和保持 自己的学

科优势
,

同时要注意老学科的发展
,

并通过国际联网
,

不断丰富学科研究内容
,

争取更多地

为世界土壤学研究领域作贡献
。

今后
,

国民经济中要求综合研究的问题将增多
,

不少课题

不但需在土壤学本学科
,

而且要在生物
、

地学等多学科领域进行交叉与综合
。

同时
,

研究

手段和方法的不断更新也是今后土壤学研究不可忽视的方面
。

(五) 加强国际合作
,

重视年青土壤科技人才的培养

土壤学的发展必须立足国内
,

走向国际
。

今后除注意研究任务的国际联网外
,

应积极

参加各种国际土壤学活动
,

并在国内召开各种土壤国际会议
,

不断扩大我国土壤学研究的

国际影响
,

使我国土壤学研究跻身于国际土壤科学研究的先进行列
。

培育和造就土壤科

学事业的优秀年青接班人
,

是我国土壤学界的当务之急
,

一方面要培养他们热爱祖国
、

热

爱土壤事业的思想道德
,

另一方面要注意基础知识的提高
,

要在土壤学领域内
,

研究新课

题
,

开拓新领域
,

踏实勤奋工作
,

为土壤学的发展作出努力
。

土壤学研究已经近 卫50 年
,

我们深信
,

跨世纪的土壤学必将在基础研究上有新的淮

进
,

并将为全球人口
、

资源
、

环境问题的缓解
,

为世界经济的持续发展作 出新的贡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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